
我喜爱的书美术教学反思 我喜欢的小动
物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我喜爱的书美术教学反思篇一

在整个活动中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他们的同伴、朋友、支
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以积极的态度和他们一起游戏，为
幼儿营造一个自由、宽松、愉悦的环境。在活动中我以游戏
贯穿始终，减少了“教”的痕迹促使幼儿主动的学习。从节
奏入手、难点前置、动静交替，有效的利用了图谱和游戏教
学法，对歌曲中音乐元素的提炼（如连音、跳音、四分休止
的重点感知）加深了幼儿对歌曲的理解。使幼儿艺术活动能
力在大胆表现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激发了幼儿感受美、
表现美的情趣，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使之体验自由表现和
创造的快乐。

在教学过程中，我还运用了丰富的肢体语言，为幼儿营造一
个与身心，与音乐，与他人，与环境之间整体协调的快乐、
舒适的氛围。使幼儿在老师的情绪渲染下，不由自主地把这
种情感融入歌唱的过程中。例如在歌唱“洒下月光把我摸”
时，老师用手掌心顺脸颊慢慢向上抚摸，不仅对歌词有明确
的暗示作用，增加亲切感，而且使幼儿歌唱的声音自然向上，
在情感上仿佛得到一种升华。

为了让幼儿能掌握歌曲中的连贯和跳跃部分，感受旋律上的
前后变化，活动中我引导幼儿根据图谱中波浪线和断线的暗
示，探索歌曲的不同唱法。波浪线和断线组成的图谱，不仅
让幼儿对歌曲有整体的概念，还形象的提示幼儿用连贯和跳
跃的方法，唱出歌曲的前后变化，表达出与月亮婆婆亲密的



情感和游戏时快乐的情绪。但是，中班幼儿对于情感的体验
与把握是不到位的，许多孩子纯粹是为了唱歌而唱歌，没有
真正体验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这是值得以后教学中慢慢推
敲的地方。

我喜爱的书美术教学反思篇二

《我喜欢它》是我们二年级的一篇看图学文，讲的是一场精
彩的动物杂技表演。重点描述了猴子、小熊、孔雀、小狗、
海狮、大象的精彩表演。全文围绕“精彩”进行了描述动物
表演时的神态、动作。这篇课文是学生进行语言实践、积累、
发展学生语言的好教材。本节课主要的任务是让学生学会仿
写，于是我是这样操作的：

一、播放动物杂技表演，激趣导入。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播放动物杂技表演渲染
了气氛，把学生的情感带入了动物杂技表演的环境中，激发
了学习兴趣，开拓了学生思维，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介绍了猴子抛桃子这个精彩节目。

三、依照写法，模仿说说。

在学生明白了写法之后，并没有急着让学生写，而是安排了
仿说这个环节。

四、加深感知，进行仿写。

让学生再次观看动物杂技表演，提供词语，开始仿写。之后
进行交流，学生评评议议，老师适当点拨指导。

上完课，发觉学生对这样的上法感兴趣，从学生的习作看，
写得也不错，但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改进之处：



1、动物杂技表演的课件不够精彩。所有的表演一晃而过，对
学生来说印象不深。如果从课件中能感受到动物表演的神态，
播放的速度再放慢些。这样，学生看得细致入微，写出来肯
定更精彩。

2、虽然注重学法的迁移，但对学法的指导不够透彻、到位。

3、让学生自由仿写时，如果就选其中一个最精彩的节目，反
复播放，并传出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这样指导学生仿写更
有针对性，效果肯定也会更好些，毕竟还是二年级的小朋友，
这样的处理我想学生更易接受些。

4、在指导、评价学生的习作时，不够到位。应先引导学生说说
“写的好的地方”，再提出建议，就能使讲评更有针对性，
更有层次感。

我喜爱的书美术教学反思篇三

《我喜欢》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本篇文章的作者张晓风
以独特的视角，诗一般清新的语言，向我们敞开心扉，描述
了自己喜欢的景物与事物，并说明喜欢的理由，表达了作者
热爱大自然、热爱美好生活的豁达、独特、乐观的人生态度。

文章在语言结构上两个特点：

一、音乐美。文章语句优美动听，读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
挫，使人很容易进入语境中感受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心情感。

二、结构美。文章结构整齐每一段开头都用“我喜欢”三个
字领起下文，使12个自然段形成了排比段，句式工整、语言
精美，情感贯通全文。针对这两个特点，在教学中，我努力
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实践进行整合，并将多元化评价落实
到课堂中。



一、以读代讲，在读中学。课标指出：“让学生在读中感知，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以“读”这个
主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多读，在读中学，学中悟，
悟中思，读出文章包含的韵味，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热爱
美好生活的独特感受，品味文章语言的优美，体会作者遣词
造句的深厚功底，领略大自然的美好景象、生活的多姿多彩，
达到学生与文本的共鸣，生与师的.共鸣，生与生的共鸣。

二、重视说写训练，激发习作兴趣。课伊始，我便以生动感
人的语言导入，再让学生以“我喜欢，因为。”训练学生说
的能力。在学生读中悟情，披文入情后，我进一步引导学生，
发挥自己独特的想象，仿写课文，用语言文字来抒发自己对
四季、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说一说自己喜欢什么，学习
课文的表达方式，以“我喜欢”开头来抒发自己的独特的体
验。从而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学生
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三、借助多媒体课件，将信息技术与读、说、写进行有效地
整合。课件中“宁静淡远的冬天、蓬勃向上的春天、绚丽多
姿的夏天、凄美动人的秋天”一幅幅优美生动的画面带学生
走进迷人的四季，配上优美的乐曲，学生自然而然地在朗读
中感受到文章的韵味。

四、把握课前预设与动态生成的关系。在指导学生理清课文
层次时，学生零散地将作者喜欢的事物罗列出来，我及时进
行点拨，学生将课文作者喜欢的景物、事物归纳为四季景色、
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三大部分。有学生质疑：“我喜欢梦”
这部分不应归入自然景物，于是我让他们再读这一自然段，
找出作者梦中的所见的景象，学生豁然开朗。

五、这节课上对字词的把握，我做到既重视又淡化，重视对
生字新词的教学，指导上分轻重、难易。“殷勤”的“殷”
字，学生掌握较难，又易写错，我便借助多媒体课件分析字
形，突出重点。大部分学生能记住这个字。其它较简单的词



语让学生通过自学掌握。

我喜爱的书美术教学反思篇四

《我喜欢》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本篇文章的作者以独特
的视角，诗一般清新的语言，向我们敞开心扉，描述了自己
喜欢的景物与事物，并说明喜欢的理由，表达了作者热爱大
自然、热爱美好生活的豁达、独特、乐观的人生态度。文章
在语言结构上两个特点：一、音乐美。文章语句优美动听，
读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使人很容易进入语境中感受作
者所要表达的内心情感。二、结构美。文章结构整齐每一段
开头都用“我喜欢”三个字领起下文，使12个自然段形成了
排比段，句式工整、语言精美，情感贯通全文。针对这两个
特点，我教学中也从两方面入手。

一、“以读代讲”在读中学，学中悟，悟中思。以“读”这
个主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在读中学，学中悟，悟
中思，读出文章包含的韵味，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热爱美
好生活的独特感受，品味文章语言的优美，体会作者遣词造
句的深厚功底，领略大自然的美好景象、生活的多姿多彩。
体现新课标精神“让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
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的理念”。通过读让学生去去“以读代
讲”打破了以往“教师问、学生答”的陈旧教学模式，体现
了新课程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读，让学生领略祖国语言文
字的优美。极大地激起了学生学习的热情，达到生与文本的
共鸣，生与师的共鸣，生与生与的共鸣。

二、仿写延伸，激发习作兴趣。学生读中悟情，披文以入情
后，此时学生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心
中一定也会有不吐不快之欲望，于是我进一步引导学生，发
挥自己独特的想象，仿写课文，用语言文字来抒发自己对大
自然和生活的热爱，说一说自己喜欢什么，学习课文的表达
方式，以“我喜欢”开头来抒发自己的独特的体验。从而在
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



造潜能。激发学生灵感，放飞学生想象，发散学生思维，进
一步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习作兴趣。

我喜爱的书美术教学反思篇五

《我喜欢》是张晓风的一篇散文，为了让学生体会散文“形
散而神不散”的特点，一开始我就让学生找出本文的中心，
学生都能找出是最后一段。接着让学生想想课文可以分为哪
几个部分？帮助学生梳理文章的脉络，知道可分为（1——4）
写四季的景物，（5）写自然的景物，（6——11）写社会生
活，（12）文章中心。然后先学习（1——4）自然段，让学
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学习，步骤如下：1、先讨论要学习的自
然段。2、学生齐读该段。3、找出本段中描写的景物。4、找
出重点词句进行赏析。学习同一自然段的小组进行补充。其
他同学注意做好笔记。学生的交流汇报非常到位，都能抓住
重点词来赏析。第5自然段采用一起学习的方法，找出描写的
景物及进行重点词句的赏析。（6——11）自然段采用
（1——4）的学法让学生进行交流，但这次是采取老师随意
叫小组中的任意一个学生来汇报，讨论汇报效果更好了。最
后进行情感的升华，体会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情怀。

写作指导，引导学生观察文本，发现文本的特点，都是
以“我喜欢------”为开头，接着写自己喜欢的理由。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事物，进行仿写。再把
仿写的内容进行整理成为一篇习作。

在本节课中，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作用，以学生的讲代
替老师的讲，这是学生感兴趣的，所以学生学得会更好，效
果也挺好。若是能上长课，习作的指导会更到们，效果也会
更能突显。


